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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首次证明古鸟类和带毛恐龙可能“色彩斑斓”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福成、周忠和、徐星、汪筱林等来自中国、英国和爱尔兰

的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古鸟类和恐龙皮肤衍生物中存在黑素体，首次证明生活在 1.25 亿年前的一些古

鸟类和带毛的恐龙均具有“色彩斑斓”的基础。相关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该研究首次科学验证了一些恐龙（如中华龙鸟、中国鸟龙等）的纤维状“毛”状结构与鸟类羽毛的同

源性，即同属皮肤衍生物，而不是皮肤内的纤维。因为在这些带毛恐龙的“毛”中找到了与鸟类羽毛类似

的黒色素体，而黒色素体并不存在于皮肤内部的纤维结构内。该发现倾向支持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  

  该研究为科学复原古生物的颜色提供了依据，也为羽毛起源、鸟类起源及鸟类与恐龙的系统关系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微观层次研究羽毛的起源和演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中美科学家发现阿瓦拉慈龙化石 

  据 1 月 29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报告，中美科学家发现了距今年代更久远的阿瓦拉慈龙化石，把鸟

类的祖先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大大提前。 

  2004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在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

发现了一具古老恐龙化石。科学家对其分析后认为，化石中的恐龙生活在约 1.6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该

发现将阿瓦拉慈龙的生活年代向前推进了大约 6300 万年。新发现的恐龙化石被命名为

Haplocheirus.sollers（意为“灵巧之手”），其体长在 1.9 米至 2.3 米之间，头骨和颈部狭长，牙齿较

小，但前肢粗壮，蜥蜴、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虫可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 

  “灵巧之手”有很多与现代鸟类相似的特征，例如两条腿上各有 4 个脚趾，但与鸟类不同之处在于，

“灵巧之手”第一个脚趾朝向侧面，另外 3 个朝前，而现代鸟类第一个脚趾朝后，其他朝前。 

“灵巧之手”的上肢向身体两侧摆动，这一点与鸟类伸展翅膀类似。“灵巧之手”的“手”很特别，

每只“手”上都有 3 根“手指”，中间的那根比另外两根长得多。 

中美科学家重构出赫氏近鸟龙外观 

 

 
“赫氏近鸟龙”被“复原”后的模拟图。 

 

北京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等多家大学、机构的科研人员联合研究显示，远古小型四翼

恐龙“赫氏近鸟龙”四翼长着羽毛,黑白相间，与头部红褐色羽冠搭配,外观靓丽。该研究结果 2月 4 日发

表在《科学》杂志网站。 



科研人员以中国出土的“赫氏近鸟龙”化石为对象，采集全身多处羽毛共计 29 个样本，利用扫描电

子显微镜分析其中黑素体形状、密度等特征。通过与现存鸟类黑素体对比分析，科研人员重构出“赫氏近

鸟龙”外观。这类生活在距今 1.55 亿年前的恐龙形似鸡，嘴似啄木鸟，脸部有斑点,头部羽冠呈红褐色，

四翼条纹状羽毛黑白相间，翼尖黑色。研究人员推测，“赫氏近鸟龙”羽毛的形象意义大于飞行用途。它

们可能利用这些显眼羽毛吸引异性或吓走捕食者。其四翼上的羽毛可能帮助它们在树枝间跳跃滑行，有助

恐龙在飞行能力方面逐步进化。 

中美科学家合成最小碳纳米管结构富勒烯C90 

近日，浙江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科研人员成功合成世界上最小碳纳米管结构的富勒烯 C90，该

成果发表在今年第 1 期的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 

中美合作双方的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新型富勒烯和金属富勒烯的合成与结构鉴定，近年来在大碳笼富

勒烯和内嵌金属富勒烯的研究中不断取得进展，在相继合成并鉴定了 3 种最大内嵌金属富勒烯 Gd2C2@C92、

Ca@C94 和 Sm2@C104 的基础上，终于发现了这一结构独特的纳米管状结构的 C90。合成的 C90 富勒烯具有

纳米管结构，直径为 0.7 纳米，长度为 1.1 纳米，呈 D5h 高度对称性，被誉为世上首个能在空气中稳定存

在、直径最细、长度最短、结构完美的封闭形状的最小碳纳米管。据了解，他们正全面开展该纳米管状 C90

物理和化学性质的测定，并探索其在有机太阳能和纳米电子器件等领域的应用。 

我国完成全民族肤纹调查 发现各民族共同特征 

 

 

  我国 1979 年成立了中国皮肤纹理学研究协作组。30 年来，在上海交通大学肤纹学专家张海国等一批

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共采集和整理了我国 56 个民族的 150 多个模式样本、含 6.8 万多人的数百万肤纹数

据。科研人员应用肤纹聚类分析统计法，发现我国的 56 个民族聚类成为南方和北方两大民族群，并找到

了民族肤纹的标志性群体，确定了中国全民族肤纹的基本分布格局。 

  研究人员发现，以北纬 33 度为界，我国汉族可分为南方群和北方群，南方群主要为长江畔或长江以

南各群体，各群体间的差异小且较均质；北方群相互间的差异较大，并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在样本分析中，研究人员还发现，华夏民族的古老遗传密码在现代人的肤纹上依然有着鲜明的印记。

通过分析和比对研究显示，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换句话说，

数千年来，汉族是在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中繁衍生息的，而少数民族也是在繁衍中与汉族进一步融合和发

展的。由此证明，中华民族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 

  此项研究还清晰地表明，藏族的族源与古羌族等民族有关，其肤纹表现出鲜明的中华北方群特征。由

此证实，藏族源于我国北方民族，而绝非所谓的从印度来的‘南来之民族’。张海国说：“此外，台湾高

山族的两个样本分别是人数最多的阿美人样本和数量很少的噶玛兰人样本。经过聚类分析，台湾少数民族

样本都聚类在北方群内，与早些年所谓的台湾少数民族源于南洋的结论也不相同。 

我国发现癌症心血管病发生关键信号分子 



  国家 973计划前期项目“癌症与心血管疾病防治新方法研究”近日在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

研究所通过验收。该项目在白血病、肝癌、直肠癌等常见和多发肿瘤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上获重大进展，

同时在高血压、冠心病、心率失常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上也有新发现，为今后临床干预工作提供了理

论依据。 

  该项目组经过两年攻关，在分子蛋白水平发现了癌症、心血管病发生的关键信号分子，使通过干预这

些关键信号分子和靶蛋白，有效预防治疗这些重大疾病成为可能。该项目在癌症防治机制方面，利用干细

胞技术、分子生物学等手段，探讨肿瘤发生的异常信息通路、关键功能靶蛋白和异常调控分子、干细胞损

伤机制以及筛选癌细胞恶性行为基因、复杂疾病靶基因功能识别等理论，在肿瘤干细胞研究、肿瘤发生中

的关键靶分子以及癌症发生、转移生物信息学领域获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在心血管病研究方面，项目组对高血压、冠心病、恶性心率失常机制理论等进行研究，阐明了 G 蛋白

激酶 4 变异体存在为肾脏多巴胺受体网络功能异常的原因；研究还揭示了促细胞凋亡相关激酶信号通路异

常以及炎症因子致细胞胆固醇合成增加在冠心病发病中的关系和分子机制，探讨了缺血性心脏病与心力衰

竭的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产生机制，为冠心病和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靶向干预及防治提供了新策略。 

我科学家发现预测大肠癌转移新标记 

  浙江大学医学院来茂德教授课题组在大肠癌细胞的分泌产物中找到了两种蛋白质，可能成为准确预测

大肠癌是否会扩散的生物标记。该研究近日发表在《蛋白质组学研究杂志》上。据介绍，课题组在对来自

同一个大肠癌患者的原发癌细胞与淋巴结转移癌细胞所分泌的蛋白质对比研究中发现，蛋白质在转移细胞

中的浓度显著高于原始癌细胞。在对 144 名大肠癌病例和 156 名正常人对比分析后，课题组发现这两个标

记物预测大肠癌转移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 

世界第一个茶树基因组测序计划启动 

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承担的世界第一个茶树基因组测序计划近日在昆明启动。据介绍，通过开展

对云南大叶茶基因的测序和组学研究，将对揭示其各种农艺的基因组学基础，解析、鉴别与揭示与次生代

谢成分、开展对其生物合成相关功能基因，基因组功能乃至代谢途径研究，进而破解其遗传密码，发掘和

培育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产业化前景的重要功能基因，构建出比较功能基因组学为基础的分子育种

平台，为筛选出更具有优质高产、更具有生态适应性和满足深加工发展的茶树优良品种奠定坚实的科学基

础和打下良好的产业化发展基础。 

2009 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居世界第五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总共申请 7946 项国际专利，比 2008 年增长

29.7%，国际专利申请总数排名世界第五。2009 年该组织收到 15.59 万项国际专利申请，比前一年下降约

4.5%。受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显著下降。不过，中国、日本、

韩国的专利申请数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去年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总数排名世界第一，为 45790 项，比前

一年下降 11.4%。排名第二至第五的国家依次为日本、德国、韩国、中国。 

我国首台核级冷水机组通过鉴定 

由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和设计制造的我国首台核级DEL水冷式冷水机组近日通过

鉴定。该机组隶属于核电站核岛电气厂房冷冻水系统，其功能是为主控制室空调系统、电气厂房主通风系

统、电缆层通风系统提供所需的冷冻水，在正常运行和异常运行情况下，保障主控制室内仪控元器件的运

行温度在允许范围内。该公司在鉴定会上作了设备研发、设计制造、性能试验、抗震试验以及标准化等报

告。该公司已掌握核电空调设备的关键制造技术。 

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2010 年 1月 29 日，科技部组织专家在沈阳对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进行验收。实验室在建设期间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 973 计划和 863 计划等项目 40 余项，



其它省部级项目 27 项，总合同额逾 2 亿元；发表 SCI 论文 37 篇、EI 论文 238 篇；在极地冰雪面移动机器

人、飞行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救灾救援机器人、微纳机器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授权 48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同时，实验室加大智力引进，聘请7 名海外知名学者担任特

聘研究员，加强团队建设和国际交流。实验室按建设计划完成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安装、调试及相关配套

设施建设，为实验室的创新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